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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之城再出发万亿之城再出发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锚定现代化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改革再深化

□本报记者 孙东青

第 18 次常州市“慈善一日捐”活动
将于今年 8 月 29 日—9 月 9 日集中开
展。日前，常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发出
了《关于开展2024年“慈善一日捐”活动
的通知》，倡议全市各级各单位开展“慈
善一日捐”活动。为此，记者就市民关心
的问题，专门采访了常州市慈善总会会
长蒋自平。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常州市慈善总
会概况。

蒋自平：2005年12月28日，常州市
慈善总会正式成立。19年来，常州慈善
一直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2006年，首

创“留本付息”慈善常州模式；2007年，
全省第一家慈善广场落户南大街繁华商
业街区；2008 年，“一张纸工程”在全国
首家试点，随后发展成常州慈善的一张
名片，同年，全国第一家以慈善为主题
的爱心公园落成；2014 年，“爱心广
场”在莱蒙都会商业街中心广场成立；
2012—2018年，常州连续四届入选中国
慈善城市百强榜，并获七星级（最高级）
慈善城市称号；2023 年，用 110 天在三
城区建立起390家“常善家园”慈善工作
站，让慈善深入扎根基层；2024年，以全
省最高分成功获评5A级社会组织。历
年来，市慈善总会先后荣获“中华慈善事
业突出贡献（机构）奖”“中华慈善事业突

出贡献（项目）奖”“江苏省先进社会组
织”等奖项。截至2023年末，已累计募
集善款15亿元，发放救助金7.17亿元，
救助困难群众277.59万人次。

常州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像
中天钢铁、九洲集团、东方润安、天禄建
设、常发实业、江南实业、百兴集团、投资
集团等爱心企业的慷慨解囊和无私付
出；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界乐善好施的
爱心人士，“常州戴老”默默捐赠超300
万元，“一滴水”先生坚持每周通过“周末
关爱”栏目帮助困难群众，常州籍苏州老
党员97岁的郑志焕先生捐出10万元善
款，富强新村社区93岁老党员潘迎凤捐
赠3万元，百日宝宝赵奕铭捐赠200元，

等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年来，
总会不断以他们的先进模范事迹来激励
人、感召人、影响人，从而进一步树立常
州“慈善之城 爱心之都”的良好形象，带
动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

记者：今年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又
将开始了，请谈谈开展“慈善一日捐”活
动的背景和意义。

蒋自平：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首次明确要求，“重视发挥第三次分
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从
根本上确立了慈善事业在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
用，发展慈善事业， （下转3版）

——市慈善总会会长蒋自平就2024年“慈善一日捐”活动答记者问

汇聚慈善力量 助力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董心悦 通讯员 常市监

66%，是目前全市个体工商户占经
营主体总数的比重。

45年前，江苏首个个体工商户在我
市天宁区诞生；到今年8月底，我市已有
56.46万户个体工商户，带动近100万名
城乡居民就业。

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常州守“实
体”，更护“个体”。守护这面广量大的

“66%”，就是守护经济发展活力、百姓
生活幸福。

让办事少些弯路

“现在开店方便多了！”8月23日，市
民黄俊意在新北区龙虎塘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一件事专窗”，一次性领取了营业
执照和餐饮经营许可证，自己的同名锅
贴店当天就热气腾腾地开张了。“以前开
店都是市场监管、城管、消防几个部门来
回跑，这次只要在家门口交材料，大热天
的很省事！”

黄俊意开过好几家小吃店。在他
看来，大部分个体工商户不懂营业执照
和许可证的办理流程，以前到窗口只能

“说什么就照做”，手里材料“一大叠”，
心里却一点不踏实。现在，这些顾虑消
失了——开办餐饮店、便利店、零售药
店等“小店”所需的多个许可事项被合
并为“一件事”，申请人只需跑一个窗
口、交一次材料，就能将事情办好。

办事，几乎贯穿个体工商户发展的
全生命周期，让个体工商户办事减材料、
减流程，就是给他们减去不必要的麻烦，
攒够精力谋发展。近年来，市市场监管
局在全省首创“同城通办”登记模式，实
现营业执照“全市通办通取”，在全省率
先试点“开药店”“开便利店”“开餐饮店”
一件事改革，积极推进个体工商户准入
环节“一件事一次办”。

在此基础上，一个联席会议打通
了服务链。2022 年 8 月，常州市扶持
个体工商户联席会议机制建立，由市
市场监管局牵头，发改、工信、人社、税
务等 15 个成员单位参与，涉及个体工
商 户 发 展 的 各 类 问 题 集 中 议 、分 类
解。目前，“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已拓
展应用场景 46 个，多部门间的数据壁
垒被打破，各事项办理时间平均缩短
了一半。

让资金不再棘手

一大早，张真就匆匆赶到了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他和表弟悉心筹备的火锅
店开在常州新晋“网红街区”大庙弄，由
于前期装修店铺、购买设备花了一大笔
钱，如今，流动资金有些紧张。

“你的信用评分达标的话，我们现场
就可以审批放款。”银行工作人员的话让
张真很意外。

“我以为银行贷款要抵押物呢，没想
到啥也不需要。”张真吃下了定心丸，立
即“扫码测额”，现场测出的“常个贷”预
授信额度有46万元。根据需要，他当天
就拿到了20万元低成本信用贷款。

融资难、融资慢，一直困扰着个体工
商户。2023年3月，市市场监管局与人民
银行常州市分行等12个部门会同相关商
业银行推出了“常个贷”信用贷款线上产
品，一年半来，就有2.08万户个体工商户
像张真一样，凭借个体信用得分——“常
个分”快速获得了贷款。“推动9家试点银
行参与，打通了12个政府部门的3000多
万条数据，就是为了让个体工商户能够轻
松贷款！”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冰说。

资金难是“老大难”，齐心解决就不
难。依托联席会议机制，我市在个体工商
户租金、税费、社保、融资等领域均出台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助力创业者减轻“经济包
袱”。财政局、人社局减轻个体工商户用工
成本，持续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加大稳岗扩
岗补助；住建局对缴费困难的个体工商户
实行“欠费不停供”，累计缓缴水、气费超亿
元；司法局开展常态化“法治体检”，为个体
工商户挽回经济损失8000余万元。

让前路更有盼头

8月，暑热难耐的季节，天宁区采菱
社区的一间活动室却静得出奇，几名烙
画学员正手捧木板，专心致志地勾画山
水图案。他们的老师——常州烙画非遗
传承人张国良，围着长桌转了一圈又一
圈，为每个人纠正火候、力度。

“这间工作室就像我的一块宝。”自
梳篦厂退休后，张国良申领了烙画工作
室营业执照，通过“持证营业”，让传统烙
画变为非遗文创“活”了起来。最近，社
区和市场监管部门将其列为“名特优新”
个体工商户，工作室更是新增了10名烙
画学员， （下转3版）

——写在“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动仪式在常举办之际

守护代表活力与幸福的“66%”
□本报记者 唐秋冰 胡平 通讯员 徐多 俞鑫 顾颖歆

“1个月不到，供电、供水、排水的报装通过联合申请就全
部完成正式接入。效率太高了！”8月20日16时10分，常州
南田培训中心项目顺利送电后，该项目负责人殷波感慨道。

南田培训中心项目是我市首个享受市政公用服务联合
报装“福利”的项目。该项目是武进区重点教育项目，用地面
积约7.9万平方米，新建总建筑面积约6.6万平方米，需要双
路电源供电，以及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这么大的工程，通
电、通水怎么也要三四个月。”殷波有这样的预期是基于之前
的办事经验，“以往报装电、水、气、网要分别申请，跑好几趟
行政审批窗口，项目基本信息表单都要反复填写好几遍。”

今年7月，殷波带着一沓资料，来到国网常州供电公
司供电营业厅咨询用电报装业务。得知该项目还有供水、
排水需求后，营业厅工作人员建议他直接通过“市政e报
装”系统进行联合报装，同时向他介绍了全流程服务——
市政公用服务报装接入“联合申报、联合踏勘、联合设计、
并联审批、联动施工、联合验收、协同开通”。

“与供水、排水一起报装，要的材料岂不是更多了，可
我只准备了办电材料。”惊喜之余，殷波犯难了。工作人
员马上指导他登录系统，输入项目名称和工程建设单位
名称，系统在受理需求时自动调取核实了项目备案信息、
营业执照、法人证照等信息，“零证”完成了供电、供水、排
水联合报装申请。很快，申请工单被转到电、水业务管理
系统并完成正式受理。

原来，“市政e报装”系统在建设时，一头打通了工程
建设审批管理系统、常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等平台，实现
了项目备案、营业执照等证照实时调用共享；另一头贯通
了市政公用服务企业的业务系统。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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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文竹 谈晨吟） 8月
23日，我市举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离退休干部专场宣讲报告
会，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杨琪作专题辅导报告。

杨琪从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
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对全

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解读。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丰富内
涵、实践要求，深刻体悟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和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要结合老同志实
际，组织老同志深入开展学习交流研
讨，持续激发老同志政治热情、凝聚思
想共识、贡献银发力量。

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和老
干部代表参加报告会。

我市举行离退休干部专场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许愿 尤佳） 8 月 22
日，全市教育系统举行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会。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教育工
委书记司马双龙作专题辅导。

司马双龙从深刻认识全会的重
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
理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重大举措、全力抓好全会精神
的贯彻落实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
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刻讲解，要求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和贯通
起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教育综合改
革任务的落实。

与会教育系统干部表示，将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同解决教
育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纵深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突出问题相结合，着力
提升学习宣传贯彻的针对性、实效
性，以“走在前、做示范”的使命担当，
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常州新实
践、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全市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抓好教育综合改革任务落实

本报讯（记者 唐文竹） 8月26
日，在“学习强国”常州学习平台上
线一周年之际，“学习强国”常州学
习平台行动计划发布暨MR学习空
间启动活动在天宁华利达服装科技
产业园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陈志良出席活动并讲话。

陈志良就建好用好“学习强国”
常州平台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树
牢用户思维，在内容建设上再创新；
树牢品牌思维，在功能定位上再强
化；树牢系统思维，在资源整合上再
发力；树牢底线思维，在工作机制上

再探索。
活动中，常州日报社围绕平台未

来发展发布了理论铸魂、城市“破圈”、
精品创优、资源扩容、服务扩面、强国
公益、省市联合、技术赋能等八项行动
计划。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
局、市总工会、共青团市委、市工商联
等 5 家单位签约入驻，将进一步为平
台扩充资源、丰富内容。

同时，平台推出“学习强国”MR
学习空间，实现内容传播与先进技术
的融通共享。首个MR学习空间设在
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学习强国”常州学习平台：

发布八项行动计划

本报讯（凃贤平 徐树鼎）参与
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的焦溪古镇
正在加快推进申遗工作。记者26日
获悉，在完成南街、南下塘2条历史
街巷风貌提升的基础上，今年重点对
入口节点进行修缮和风貌提升。目
前，焦溪中学旧址、中街4区、是家大
院、老商业社等工程正按计划推进。

焦溪红星路2号曾是当地的商业
社，面积2000多平方米。从西入口进
入焦溪古镇，一眼就能看到它。在商
业社的屋顶，视野绝佳，可俯瞰整个古
镇。修缮过程中，将保留具有时代特

征的外墙门窗等元素，目前主体加固
工程已完工。

从南街进入焦溪古镇，最东面
是焦溪中学旧址。老教学楼以及多
间历史建筑正在修缮与织补，总体
工程进度已完成 70%。项目技术
总监李青松介绍，修缮中，将尽可能
保留场地内各个时代的典型建筑，
采取多样化措施进行建筑整理。

是家大院 800 多平方米建筑，
正在进行修缮和立面整治，9 月下
旬基本完工。三元桥东片民房组
团、西街南街夹角组团、徐氏宗祠、

东街东下塘修缮整治及景观提升、
朝阳庵旧址改造、东青历史建筑移
建等项目，已完成专家论证，正在做
深化设计。

焦溪古镇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
汪春义说，古镇核心区的业态，将坚持
传统延续化、原汁原味化慎重推进，避
免过度商业化与业态同质化。焦溪曾
有的老茶馆、粮油店等已在策划准备，
计划由当地居民或者业主进行主理。
焦溪老工匠传习所完成初步方案，与
江苏城建院开展合作，吸收当地老匠
人参与古镇的保护修缮工作。

焦溪古镇加快入口修缮焦溪古镇加快入口修缮

本报讯（郏燕波 贡雨家） 8 月 24
日，“常聚溧阳 合成生辉”天目湖合成生
物学创新发展论坛暨亲科生物首届合作
伙伴峰会举行，推动溧阳合成生物学在
生物医药领域提速发展。中国科学院院
士吴云东介绍了天目湖健康研究院的探
索尝试。全国各地200余位专家学者和
产业界代表参会。

合成生物学被誉为“第三次生物
技术革命”，在医药、化工、新材料、环
保等多个领域应用。全球已有 40 多
个国家、500 多个机构正开展合成生
物学研究。

溧阳市生物医用产业园规划用地
约1200亩，拟分三期开发建设，引入先
进医疗技术与高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
设备制造、不锈钢+医疗等产业链企
业；同时，加强与天目湖健康研究院、长
三角医用应用物理研究平台等科技创
新平台的合作，进一步实现产学研一体
化。目前，溧阳高新区已集聚了迪赛
诺、维多生物、奥谷生物、国药集团天目
湖药业、东方加悦等一批生物医药、医
疗器械企业。

天目湖合成生物学
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